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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ꎬ哈萨克斯坦是至关重要的交通枢纽与

合作对象ꎬ这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合作ꎮ 当前ꎬ中哈日益增

长的贸易规模反映了两国之间产业联系的紧密度与合作潜力ꎬ优势互补的双边贸易

为产业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ꎮ 同时ꎬ两国之间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实施的多项产业政

策具有很多契合点ꎬ这种耦合性有利于两国产业的对接与合作ꎮ 为了扩大和深化两

国产业合作发展空间ꎬ应注意不同类型的产业合作所具有的不同特点ꎬ多样化的产业

合作模式符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包容、开放和合作共赢的宗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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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

萨克斯坦时做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

来»的重要演讲ꎬ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ꎮ
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
心相通ꎬ需要进一步推进更具实质意义和稳定性

的国际产业合作ꎬ而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大国

战略的主要支点和枢纽ꎬ中亚经济规模和国土面

积最大的哈萨克斯坦地位至关重要ꎮ 因此ꎬ中国

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合作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ꎬ
尤其是着重加强产业合作的规模和效益ꎮ 而这应

当通过消除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ꎬ通过投资、贸易

和跨国企业推动产业转移ꎬ深化产业国际分工ꎬ提
升两国的产业结构和实现经济增长ꎮ 中哈两国具

有产业合作的基础和优势ꎬ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中ꎬ两国继续稳固和加强已有产业合作的契合

点ꎬ寻找产业合作新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ꎬ对于两

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ꎬ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都

具有重要意义ꎮ 这既需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中评估哈萨克斯坦的重要地位ꎬ更需要对中哈贸

易和产业合作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和论述ꎮ 这

恰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ꎮ

二　 哈萨克斯坦:中亚核心国家
与大国博弈支点　 　 　

　 　 哈萨克斯坦地处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ꎬ是俄

罗斯与中亚国家衔接的纽带ꎬ也是中国通往欧洲

的桥梁ꎮ 历史上ꎬ曾经有一个“哈萨克斯坦与中

亚国家”的称谓ꎬ苏联解体之后ꎬ哈萨克斯坦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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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独立于中亚的称谓ꎬ“中亚五国”概念由此确

立ꎬ此举实际上意味着中亚国家整体性更加突出ꎮ
苏联解体后的 ２０ 多年中ꎬ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中

亚国家成为大国博弈和较量的焦点ꎮ 若从中亚国

家内部看ꎬ号称“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所领导

的哈萨克斯坦ꎬ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和实力ꎮ 同

时ꎬ作为中亚地区的核心国家ꎬ哈萨克斯坦也是世

界大国中亚战略的主要支点ꎬ解构分析这一问题ꎬ
对于判断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哈产业合作的

必要性与重要性ꎬ都具有一定启示意义ꎮ
苏联解体后ꎬ哈萨克斯坦对外战略的注意力

基本保持在独联体内部ꎬ不仅积极开展与独联体

国家之间的经济、军事、外交合作ꎬ而且与俄罗斯

保持紧密联系ꎮ 纳扎尔巴耶夫甚至还提出过一个

哈萨克版的“欧亚联盟”设想ꎮ 但由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独联体国家综合国力衰退ꎬ不仅没有形成区

域一体化模式ꎬ甚至导致“分离大于联合”的尴尬

局面ꎮ 因此ꎬ哈萨克斯坦联合俄罗斯和其他中亚

国家ꎬ共同组建了许多次区域合作组织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４ 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签署«统一经济空间条约»ꎬ该组织 ２００２ 年改

为中亚合作组织ꎻ１９９９ 年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
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签署条约ꎬ次
年欧亚经济共同体成立ꎻ２００４ 年ꎬ俄罗斯加入了

中亚合作组织ꎬ此时中亚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

同体之中的成员国基本相同ꎬ因此ꎬ２００５ 年两个

组织合并ꎮ 然而ꎬ这些组织并没有迈向更高层次

的区域合作级别ꎮ
２０１１ 年ꎬ后苏联空间迎来了最具实质性意义

的区域合作计划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共同组建“关税同盟”ꎬ２０１２ 年普京竞选总统期间

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建立“欧亚经济联盟”ꎬ亚美尼

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随后加入ꎬ哈萨克斯坦作为独

联体国家中经济规模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国ꎬ
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必然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ꎬ
其经济合作与对外战略自然也与俄罗斯愈发

紧密ꎮ
然而ꎬ哈萨克斯坦同时也是美国中亚战略中

极为重要的一个发展对象和潜在目标ꎬ这也凸显

出哈萨克斯坦在大国战略中的特殊地位ꎮ 美国发

动阿富汗战争之后ꎬ为了谋求更大的战略利益ꎬ曾
经尝试过“大中亚计划”ꎮ 这个由美国学者提出

最终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计划ꎬ其范围超过了传

统意义上的“中亚五国”范围ꎬ还包括俄罗斯南

部、印度北部、中国西北部、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和

国家ꎮ 在“大中亚计划”中ꎬ哈萨克斯坦是美国最

为看重的战略目标ꎬ但由于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

之间的联合与合作ꎬ美国始终没有实现这一目标ꎮ
此后ꎬ由于阿富汗地区形势持续动荡ꎬ美国不得不

放弃了“大中亚计划”ꎮ 奥巴马政府悄然将中亚

战略改为“新丝绸之路计划”ꎬ主要目标是打通两

条通往亚洲的战略通道ꎬ其中“北线”经过中亚ꎬ
“南线”经过印度和巴基斯坦ꎮ 这意味着ꎬ尽管

“大中亚计划”已经从甚嚣尘上转为悄无声息ꎬ但
美国仍然没有放弃争取中亚战略利益的想法ꎬ哈
萨克斯坦也必然是美国运用政治、经济等综合手

段继续拉拢的主要对象ꎮ
如果从中国对外战略视角看ꎬ哈萨克斯坦与

中国具有绵延 １ ５３３ 公里的共同边界ꎬ是中国向

西开放、通往欧亚的“第一级台阶”ꎬ无论在古代

丝绸之路ꎬ还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ꎬ哈萨克

斯坦都是关键区域的核心国家之一ꎮ
中国在中亚的战略资源和优势ꎬ与美国和俄

罗斯有着明显的不同ꎮ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具有天

然的联系ꎬ其中哈萨克斯坦更是在国际社会诸多

领域支持俄罗斯ꎮ 而美国则具有强大综合国力以

及国际话语权ꎮ 对于中国而言ꎬ需要运用好自身

经济优势ꎬ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ꎬ秉持睦邻友好

的周边外交理念ꎬ才能继续加深与哈萨克斯坦的

合作与共赢ꎮ 这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主要

目标之一ꎮ
为在更深层面上探讨中哈经济合作的具体内

涵与未来前景ꎬ不仅需要对双边贸易的产业互补

性进行分析ꎬ还要探讨两国产业能否在未来实现

对接ꎮ 前者决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哈合

作的主要途径ꎬ后者决定了中哈合作的未来发展

空间ꎬ需要构建一个更具实证性的分析视角和研

究范式ꎮ

三　 中哈双边贸易互补性与产业
合作耦合性的实证评估

　 　 ２０１４ 年中哈两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

１７１ ８２ 亿美元(见表 １)ꎬ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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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口目标国和进口来源国①ꎮ 中哈两国的贸易

量在近几年内已经翻番ꎬ数量增长很快ꎮ 特别是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提出ꎬ进一步带动了

双边贸易的发展ꎮ 哈萨克斯坦从中国的进口额占

其进口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ꎮ 日益扩大的双边贸

易规模表明中哈之间的经贸联系增强ꎬ这为产业

合作奠定了基础ꎮ
国家间双边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ꎬ能够反映

出国家间产业结构的特点ꎬ为产业合作可能的方

向和可行的模式提供信息和奠定基础ꎮ 中哈两国的

双边贸易结构具有互补性和比较优势的特点ꎮ
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ＳＴＩＣ)ꎬ从细化的贸易

产品分类中ꎬ可以较为准确地分析出中哈两国

的贸易结构特点ꎮ 根据 ＳＴＩＣ４ 位数产品的划分ꎬ
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出口的产品种类共有 ６１０
种ꎬ涉及 １０ 个大门类ꎮ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

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第 ６、７ 和 ８ 部门ꎬ即机械工业

和轻工业产业ꎬ这三个部门向哈萨克斯坦出口

的商品数量多达 ４００ 多种ꎬ占总出口商品种类

的 ６０％ ꎬ出口额占对哈萨克斯坦出口总额的

９０％以上(见表 ２)ꎮ

表 １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贸易(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５ 年)

哈萨克斯坦向
中国出口(百万美元)

哈萨克斯坦从
中国进口(百万美元)

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
占出口总额比重(％ )

哈萨克斯坦从中国进口
占总进口额比重(％ )

２００７ ５ ６３９ ６ ３ ５０７ ３ １１ ８ １０ ７

２００８ ７ ６７６ ６ ４ ５６５ １ １０ ８ １２ ０

２００９(１ ~ １１ 月) ４ ９８８ ４ ３ ２６１ ９ １３ ３ １２ ９

２０１０ １０ １２２ １ ３ ９６４ ５ １７ １ １３ ３

２０１１ １６ ２９１ ５ ５ ０２１ １ １８ ５ １３ ２

２０１２ １６ ４８４ ４ ７ ４９７ ７ １７ ９ １６ ８

２０１３ １４ ３３４ ３ ８ １９２ ７ １７ ４ １６ ８

２０１４ ９ ８１５ ０ ７ ３６７ ０ １２ ５ １７ ９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３ 月 １ ２８７ ８ １ ２８８ ７ １０ ８ １７ ９
资料来源: “Ｓｏ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哈萨克斯坦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第

２、３ 和第 ６ 部门ꎬ即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ꎬ矿物

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和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

品ꎮ 这三个部门产品出口额占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出

口总额的 ９０％以上ꎮ 其中原油的出口就占了哈萨克

斯坦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５８％(见表 ３)ꎮ
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出口产品分类来看ꎬ

中哈两国出口产品的差异度大、互补性强ꎮ 这从

表 ４ 中哈两国出口到对方国家的前 １０ 名产品对

比表中ꎬ也可以得到证明ꎮ
其次ꎬ中哈两国的双边贸易主要是基于比较

优势展开的ꎮ 本文采用巴拉萨计算比较优势的方

法ꎬ即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ꎬ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
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 来 计 算 中 哈 两 国 的 贸 易

基础②ꎮ
ＲＣＡ ＝ (Ｘ ｉｊ / Ｘ ｊ) ÷ (Ｘ ｉｗ / Ｘｗ) ꎬ其中ꎬ Ｘ ｉｊ 表示

ｊ 国 ｉ 产品的出口额ꎬ Ｘ ｊ 表示 ｊ 国的出口总额ꎬ Ｘ ｉｗ

表示 ｉ 种产品的世界出口额ꎬ Ｘｗ 表示世界出口总

额ꎮ 当 ＲＣＡ >１ 时ꎬ说明 ｊ 国的 ｉ 产品具有显性比

较优势ꎻ当 ＲＣＡ <１ 时ꎬ说明 ｊ 国的 ｉ 产品具有显

性比较劣势ꎮ
在此仍然采用 ＳＴＩＣ４ 位商品计算了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出口商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商

品数量和金额ꎮ 计算结果显示ꎬ中国出口到哈萨

克斯坦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占对哈萨克斯坦出口

总额的 ５４％ 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达到了

１５３ 种ꎬ涉及 ２７ 个相关产业(ＳＴＩＣ２ 位)ꎬ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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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数据显示ꎬ意大利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出口目标国ꎬ２０１４ 年哈萨
克斯坦向意大利出口额达到了 １６０ 亿美元ꎬ占其出口总额的
２０ ５％ ꎻ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进口来源国ꎬ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
斯坦从俄罗斯进口约 １３７ 亿美元ꎬ占其进口总额的 ３３ ３％ ꎮ

Ｂａｌａｓｓａ Ｂ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Ｎｏ２ １９６５ꎬ ｐｐ ９９ － １２４



表 ２　 ２０１２ 年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出口的商品结构

项目分类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出口总额(百分比) ＳＩＴＣ４ 商品数量(个)

第 ０ 部门———食品和活动物 ３７５ ７８ ２ １０ ５０

第 １ 部门———饮料及烟草 ２ ８０ ０ ０２ ６

第 ２ 部门———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 １７ ７２ ０ ０７ ４６

第 ３ 部门———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１０４ ８９ ０ ５８ ８

第 ４ 部门———动植物油、脂和蜡 ０ ２１ ０ ００ ８

第 ５ 部门———未另列明的化学品和有关产品 ７５４ ８４ ４ １６ ９０

第 ６ 部门———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３ ６２４ ５８ ２０ １１ １７２

第 ７ 部门———机械及运输设备 ７ ４６０ ９３ ４１ ６２ １４３

第 ８ 部门———杂项制品 ５ ５９５ ６１ ３１ １８ ８６

第 ９ 部门———的其他商品和交易 ０ ３６ ０ ００ １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ａｔｌａｓ ｍｅｄｉａ ｍｉｔ ｅｄｕ 数据整理

表 ３　 ２０１２ 年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

项目分类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出口总额(百分比) ＳＩＴＣ４ 商品数量(个)

第 ０ 部门———食品和活动物 ９６ ３４ ０ ３３ １２

第 １ 部门———饮料及烟草 ０ ０４ ０ ００ １

第 ２ 部门———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 ３ ９２６ ６９ １３ ２８ ３３

第 ３ 部门———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１７ １８０ １０ ５８ ０３ ３

第 ４ 部门———动植物油、脂和蜡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２

第 ５ 部门———未另列明的化学品和有关产品 ２ ６６５ ９５ ８ ９９ １５

第 ６ 部门———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５ ７３２ ７２ １９ ３６ ３６

第 ７ 部门———机械及运输设备 ２ ８１ ０ ００ ２０

第 ８ 部门———杂项制品 ０ ３２ ０ ００ １１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ａｔｌａｓ ｍｅｄｉａ ｍｉｔ ｅｄｕ 数据整理

表 ４　 ２０１２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贸易排名前 １０ 的产品(ＳＴＩＣ ４ 位)

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出口排名前 １０ 位产品 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排名前 １０ 位产品

ＳＩＴＣ 名称 出口额(美元) 百分比 ＳＩＴＣ 名称 出口额(美元) 百分比

１ ８５１０ 鞋 １ ４８７ ５６２ ２３１ ８ ２９ ３ ３３０ 原油 １７ １７１ ０２９ ２１３ ５８ ００

２ ８４５９ 针织其他服装 １ ０７８ ０７７ ２３７ ６ ０１ ６ ８２１ 铜 ２ ８２９ ９５１ ９１４ ９ ５６

３ ７５２２ 个人电脑 ７６７ ９２１ ６７７ ４ ２８ ５ ２４１ 放射性化学品 ２ ５９２ ４１７ ６０９ ８ ７６

４ ７９１５ 铁路运输设备 ５９２ ７３４ ７９２ ３ ３０ ２ ８１６ 结块的铁矿 １ ７０４ ４７５ ５２８ ５ ７６

５ ７８２１ 汽车起重机 ５４２ ３４４ ８０５ ３ ０２ ６ ７１６ 铁合金 １ ６４９ ２１９ ２４９ ５ ５７

６ ６７８３ 铁管或钢管 ５０７ ０７５ ５２２ ２ ８３ ２ ８７１ 铜矿 ９２２ ７１１ ６５５ １ ３ １２

７ ７２３９ 各种机械 ４６５ １７２ ７４１ ２ ５９ ６ ８６１ 未锻造的锌 ７３０ ０４７ ５３０ ２ ４７

８ ８４２９ 各种男士外衣 ４０１ １４０ ６２７ ２ ２４ ２ ８１５ 铁矿 ５１６ ４９８ ５１５ １ ７４

９ ７２３４ 建筑机械 ３９９ １２７ ２１８ ２ ２３ ２ ７４１ 硫、硫磺 ４０４ ５１４ ３３９ １ ３７

１０ ８４５１ 针织外衣 ３５０ ０１６ ９２８ １ ９５ ６ ８２２ 精炼铜 １９７ ５９７ ３８３ ０ ６７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ａｔｌａｓ ｍｅｄｉａ ｍｉｔ ｅｄｕ 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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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１２ 年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的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ＳＩＴＣ４ 位)

ＳＩＴＣ 产品名称
金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

０４１２ 未磨粉的小麦 ８４ ８９ ０ ２９
２７４１ 各种硫磺 ４０４ ５１ １ ３７
２７８４ 石棉 ９ ３９ ０ ０３
２８１６ 结块的铁矿 １ ７０４ ４８ ５ ７６
２８７１ 铜矿 ９２２ ７１ ３ １２
２８７５ 锌矿 ９０ ３６ ０ ３１
２８７７ 锰矿及其精矿 ２６ ３５ ０ ０９
２８７９ 其他有色贱金属矿及精矿 ９７ ９８ ０ ３３
３３３０ 原油 １７ １７１ ０３ ５８ ００
３４１３ 液化石油气 ９ ０３ ０ ０３
５２２４ 非金属卤素或硫化物 ２ ００ ０ ０１
５２４１ 放射性化学物 ２ ５９２ ４２ ８ ７６
６７１６ 铁合金 １ ６４９ ２２ ５ ５７
６７４７ 镀锡板 ３ ６７ ０ ０１
６８２１ 铜 ２ ８２９ ９５ ９ ５６
６８４１ 铝 ８５ ５２ ０ ２９
６８６１ 未锻造的锌及锌合金 ７３０ ０５ ２ ４７
６８９９ 未锻造的其他金属 １４ １７ ０ ０５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ａｔｌａｓ ｍｅｄｉａ ｍｉｔ ｅｄｕ 数据整理

鱼ꎻ粗肥料ꎻ无机化学ꎻ医药品ꎻ初级形状的塑料ꎻ
皮革和皮革制品ꎻ橡胶制品ꎻ软木及木材制品(家
具除外)ꎻ纸、纸板以及纸浆、纸和纸板的制品ꎻ纺
织纱(丝)、织物ꎻ非金属矿产品ꎻ钢铁ꎻ有色金属ꎻ
金属制品ꎻ动力机械及设备ꎻ特种工业专用机械ꎻ
通用工业机械和设备及机器零件ꎻ办公用机器及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ꎻ电信、录音及重放装置和设

备ꎻ电力机械、装置和器械及其电器零件ꎻ陆用车

辆ꎻ预制建筑物ꎻ卫生、水道、供暖和照明设备及

配件ꎻ家具及其零件ꎻ床上用品、床垫、床垫支架、
软垫及类似填制家具、旅行用具ꎻ手提包及类似容

器ꎻ各种服装和服饰用品和鞋类等①ꎮ 从中可以

看出ꎬ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

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ꎮ 哈萨克斯坦出口到中国具

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共有 １８ 种ꎬ占其对中国出口总

额的 ９６％ (见表 ５)ꎮ 哈萨克斯坦具有比较优势

的产业主要是能源密集型产业ꎮ 由此可见ꎬ中哈

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主要是基于比较优势开展

的ꎬ两国互相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ꎮ
从具有互补性和比较优势特点的中哈双边贸

易中ꎬ我们可以看到两国的产业结构差异性大ꎬ竞
争性小ꎬ有利于开展利用自身已有优势满足相互

需求型的产业合作ꎮ

四　 中哈产业适度契合对
接与未来合作空间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同处于工业化进程中ꎮ 中

国希望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成为制造业强国ꎮ
哈萨克斯坦强调通过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ꎬ实现

经济的多元化发展ꎮ 两国都提出了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实现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和加强统筹规划的指

导原则ꎮ 因此ꎬ两国在不同时期都出台和发布了一

些经济发展规划或者指导意见ꎬ包括关于产业发展

的相关政策(见表 ６)ꎮ 比较两国的相关政策可以

发现ꎬ两国在重点产业发展、吸引投融资、推进产业

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政策契合度较高ꎬ这非常有利于

两国产业的对接与合作ꎮ

表 ６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相关产业政策

中国 哈萨克斯坦

颁布时间 政策名称 颁布时间 政策名称

２０１３ 年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３０ 计划

２０１５ 年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２０００ 年
工业创新发展计划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年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加速工业
创新发展国家纲要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５０ 计划

２０１５ 年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光明之路”新经济计划

２０１５ 年 关于 ２０１５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５ 年 国家建设“百步计划”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政府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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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 ＳＴＩＣ４ 位的产品计算了中国出口到哈萨克斯坦的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达到了 １５３ 种ꎬ由于数据数量较大ꎬ因此没
有列表ꎬ只是列举了 ＳＴＩＣ２ 位的比较优势产业ꎮ



　 　 中国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中都提到了推进产

能性产业、装备制造业、能源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等产业的国际合作ꎬ并强调了这些产业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及推进计划ꎮ 上述中国

主推的国际合作重点产业ꎬ在哈萨克斯坦的相关

政策中也被多次重点强调ꎮ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提出的 «“光明之路”新经济计划»中重点列

举了 １７ 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发布的«国家建设“百步计划”»中指出道路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重点发展项目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提出的«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加速工业创新发展国家纲

要»除了进一步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外ꎬ还强调发

展石油和天然气、冶金和金属产品、化学制药、通
信基础设施等产业ꎬ而这些产业正是中国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

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的重点产业ꎬ也是«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中提到的重点发展产业ꎮ
显然ꎬ两国政府通过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提出

的重点发展产业的重合ꎬ有利于两国政府在投资、
融资、税收和行政管理方面协调相关的优惠政策

和鼓励措施ꎬ对于两国政策都提到的重合产业的

对接与合作提供更大发展空间ꎮ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优势互补的双边贸易为

两国的产业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ꎬ同时两国契合

的产业政策为产业对接提供指导和支持ꎬ刚刚起

步的中哈产业合作具有较好的发展空间ꎮ 中哈两

国在已开展的产业合作基础上ꎬ进一步提升和深

化产业合作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ꎮ
第一ꎬ以优势互补为基础的产业合作应强调

以企业为主体ꎬ强调企业自主权ꎮ 中国与哈萨克

斯坦两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ꎬ竞争性小ꎬ双边贸易

主要是依据资源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展开ꎮ 由

于资源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具有自发性和自我选

择性ꎬ过多的政府干预会造成市场扭曲ꎬ不利于长

期有效的产业合作ꎮ 因此ꎬ中哈两国之间基于比

较优势的产业合作ꎬ应该以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

为主体ꎬ由企业依据企业盈利、市场占有等企业目

标选择进入、合作或者退出ꎮ 企业要自主决策、自
负盈亏、自担风险ꎮ 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宏观调控

和减少企业负担等ꎬ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

作用ꎮ

第二ꎬ资本密集型产业合作关注产业移入国

已具有的产业基础ꎬ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

业协同发展ꎮ 中国一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产能过剩的产业或者是能源型产业往往是资本密

集型产业ꎮ 在这一类产业进行国际产业合作或者

是产业转移时ꎬ前期资本投入和沉没成本很高ꎬ因
此往往要求产业的移入国已具备一定的同产业基

础ꎬ这是产业合作或者产业移入顺利进行的一个

前提ꎮ 以钢铁产业为例ꎬ观察日本向韩国的钢铁

产业转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证ꎮ 韩国的钢铁

工业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步ꎬ起步之初都是小工

厂ꎮ 经过 １０ 多年的发展ꎬ有了初步的工业基础

后ꎬ日本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才开始向韩国转移钢

铁产业①ꎮ 哈萨克斯坦拥有铁矿和钢铁企业ꎬ具有

一定的钢铁产业基础ꎬ同时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

的钢材ꎬ因此中哈的钢铁产业合作有着较好的发

展前景ꎮ
资本密集型产业合作投资大ꎬ因此要更加

关注产业链的延伸ꎬ从而带动相关技术进步ꎮ
例如ꎬ哈萨克斯坦提出“只限于那些向我国供应

最先进开采和加工技术的外国投资者ꎮ 我们允

许外商开采和享用我们原料的交换条件只限于

那些在我国境内建设最新型生产厂的企业”②ꎮ
中国也强调在石油、化工等领域的合作要向下游

产业延伸ꎬ带动关联产业协同发展ꎮ 嵌入了产业

内分工模式的产业链式的产业合作是稳定长效的

合作模式ꎮ
第三ꎬ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模式的多样化ꎮ

中国是一个工业体系较为完备的制造业大国ꎮ 哈

萨克斯坦是工业体系不健全的资源型国家ꎮ 在全

球竞争力排行中ꎬ中国排名第 ２８ 位ꎬ哈萨克斯坦

排名第 ５０ 位③ꎮ 在一个旨在考察国家多元化发

展、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排名中ꎬ中国排名第 ２２
位ꎬ哈萨克斯排名第 ６４ 位④ꎮ 从这些指标似乎可

以判断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产业合作是资源寻求

型的合作ꎬ或者是依照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

—２８—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区域经济合作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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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爽、李凯:«钢铁工业国际转移问题研究»ꎬ载«东北大
学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ꎮ

哈萨克斯坦«２０５０ 战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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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ꎬ是中国淘汰落后产能的产业梯度转移模式ꎮ
但是ꎬ哈萨克斯坦的人均 ＧＤＰ 远远高于中国:
２０１３ 年哈萨克斯坦的人均 ＧＮＰ 为 １１ ５５０ 美元ꎬ
中国为 ６ ５６０ 美元①ꎮ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

劳动力成本倒挂ꎬ很难形成日本式的为降低劳动

力成本而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边际产业的产业合作

模式ꎮ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倡包容、开放和创

新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产业合作应该是形

式多样合作共赢的ꎮ

五　 小　 结

在中国对外战略中ꎬ哈萨克斯坦具有重要地

位ꎮ 中哈两国开展务实合作ꎬ不仅是中国周边外

交理念的贯彻和落实ꎬ也是中国在日益复杂的大

国博弈中发挥好自身优势、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

键抓手ꎬ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推行的关键环

节所在ꎮ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ꎬ要实现中哈两国

稳定务实的经济合作的关键之一ꎬ是两国形成合

作共赢的产业合作ꎮ 目前中哈两国之间基于互补

与比较优势的贸易合作既是两国产业合作的题中

应有之义ꎬ也是产业合作深化的基础和选择的方

向ꎮ 两国产业政策的对接为发挥两国政府的调控

和指导作用提供了良好基础ꎮ 两国产业合作如果

能够更多地推进产业链合作和带动关联产业发展

的合作ꎬ则能更好地促进合作双方高附加值产业

的发展ꎬ做大利润空间ꎮ
当前ꎬ在中俄两国元首倡议下ꎬ丝绸之路经济

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已经启动对接ꎬ既标志着中俄

全面务实合作迈向新的台阶ꎬ也为中哈两国合作

打下坚实基础ꎮ 哈萨克斯坦提出«光明之路»新

经济计划后ꎬ中哈两国产业合作的战略思路ꎬ有了

更加一致和 具体的合作方向ꎮ 因此ꎬ对于中国来

说ꎬ最为关键的环节ꎬ必然是发挥优势产业ꎬ带动

关联产业ꎬ提升两国经济合作向纵深层面发展ꎮ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政府的努力推动和务

实合作ꎬ为两国产业联动发展和企业自主合作打

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ꎮ 中国与哈萨尔斯坦两国政

府产业发展政策的高度契合是两国深化产业合作

的政策基础ꎬ也是企业和项目合作实施的政策保

证ꎮ 两国产业合作具有互补的比较优势ꎬ这使得

两国的产业合作具有了经济发展的自发逻辑ꎬ在
两国政府开创的合作空间中ꎬ可以通过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ꎬ通过企业自主的选择

和对利润的追求ꎬ通过具体的项目合作和企业合

作一步一步地实现产业的对接ꎬ进而带动关联产

业的发展ꎬ形成具有产业链性质的稳定合作ꎮ 根

据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相关报道ꎬ目前中国已

经有超过 ２０００ 家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从事商业

活动ꎬ而且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增长中ꎮ 越来越多

的中国企业愿意到哈萨克斯坦投资ꎬ也愿意与哈

萨克斯坦企业进行合作ꎮ
同时应该看到ꎬ哈萨克斯坦是欧亚大陆的

中心ꎬ是重要的交通走廊ꎬ在中亚地区具有核心

大国地位ꎬ这意味着中哈之间的产业合作在丝

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和带头作

用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可以说中哈之间的合作程

度决定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深度和合

作广度ꎮ

〔本文受到的基金项目资助有:“俄罗斯产业

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研究” (１３ＪＪＤ８１０００５)、辽宁

省社科联 ２０１５ 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

“辽宁省吸引俄罗斯投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

究”(２０１５ｌｓｌｋｔｚｉｊｊｘ － １９)、辽宁省教育厅“丝绸之

路经济带视域中的国际产业合作问题研究”
(ＺＪ２０１５０２１)、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俄罗斯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其对辽宁

省的启示”(Ｌ１１ＢＧＪ００６)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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